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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期刊作者投稿行为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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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了解影响生物医学期刊作者投稿行为的因素，对
２５０名生物医学工作者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所设计的１７项影
响因素得分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平均分
大于４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刊物是否为正式刊物、期刊的级别、
刊物发行范围、稿件质量、编辑部对稿件及作者的态度、刊物发

文在职称评定中是否有效、期刊的影响因子、发文速度等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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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生物医学期刊作者投稿行为的影响因素，并

针对主要的影响因素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吸引更多及

质量更高的稿件，提高期刊的整体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通过对生物医学期刊作者的调查，以数理方法筛

选出影响其投稿行为的主要因素。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为《广东医学院学报》的作者和审稿
人。以系统抽样的方式抽取样本，在０～９之间随机指
定数字５，按稿件号每隔２号调查该稿件的作者及其
审稿人。样本量的确定原则是，具有代表性和经济有

效性，样本量至少是变量数的５～１０倍［１］。鉴于研究

需要分析自变量数为１７个，样本量不低于１７０，考虑
无效应答因素（无效应答率为１０％），样本量确定为
２５０人。
１２　方法　采用文献分析法收集有关信息。采用半

结构访谈和行为事件访谈法对部分作者和审稿人进行

访谈，通过电话或 Ｅｍａｉｌ与生物医学期刊联系，整理
出与作者投稿行为有关的各个因素（表１）。编制调查
问卷，每个影响因素采用李克特５点量表评分法［２］评

分，分为非常不重要、不重要、一般、重要、非常重要５
项，分别赋值为１、２、３、４、５分。２００５０８—２００６０３，由
《广东医学院学报》编辑部将调查问卷与退修稿件或

待审稿件一同寄给作者或审稿人，或请上门投稿的作

者填写调查问卷。填写调查问卷的时间为４～８ｍｉｎ。
凡１份问卷中有２道问题以上未答、１道问题选择了２
个答案、所有问题均选择了同一选项，均确定为无效

问卷。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ＧｒａｐｈＰａｄＰｒｉｓｍｖ４．０３软件
做统计学处理，用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及Ｄｕｎｎ检验［３］。

２　结果

　　发出问卷２５０份，回收２１６份，回收率为８６．４％。
剔除无效问卷３４份，实际有效调查问卷为１８２份。在
问卷中设置问法相反但内容相同的２个问题，以评价
应答的可靠性［４］，一致性检验结果，Ｐ＜０．０５，显示问
卷存在一致性。使用克伦巴赫 α系数法测量问卷的
内在信度，本次调查的 α系数为０．６７１８，说明问卷的
测量结果内在信度较好。各因素得分见表１。

表１　各影响因素得分顺位（ｎ＝１８２）

因　　素 珋ｘ±ｓ 顺位

刊物是否为合法刊物 ４．７６３７±０．４９７７ １
期刊的级别 ４．５９３４±０．６０３５ ２
刊物发行范围 ４．５４９５±０．５８０８ ３
稿件质量 ４．３７９１±０．６２６５ ４
编辑部对稿件和作者的态度 ４．３４６２±０．７４０３ ５
刊物在职称评定中是否有效 ４．３０２２±０．７２９７ ６
期刊的影响因子 ４．１９７８±０．６９２８ ７
发文速度 ４．１２６４±０．７０５５ ８
编辑部接受电子函件或网上投稿 ３．７４１８±０．８９４６ ９
稿件采用率 ３．６２０９±０．９００７ １０
期刊的印制质量 ３．４８３５±０．８９６４ １１
期刊的发行量 ３．４０１１±０．９３３５ １２
期均载文量 ３．２１４３±０．８４９６ １３
刊期 ３．０９３４±０．９５０２ １４
版面费 ２．９６７０±０．９５１３ １５
与编辑部的社会关系 ２．７４７３±０．９３５４ １６
稿酬的高低 ２．２５２７±０．８８６９ １７

　　注：各因素得分两两比较，Ｐ均小于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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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刊物是否为合法刊物”是生物医学期刊作者在
投稿前最看重的因素。部分生物医学期刊作者由于缺

乏鉴别刊物的知识，往往将稿件投向非法刊物而上当

受骗，这也分流了不少合法的生物医学期刊的稿源。

提高生物医学期刊作者对期刊是否合法的判别能力，

有助于减少非法期刊对稿件的分流，使合法期刊拥有

更多的稿件资源。

“期刊的级别”“期刊是否公开发行”“刊物是否在

职称评定中有效”分别位列第２、３、６位。这与我国现
行的职称评定制度有密切关系。长期以来，在职称评

定等问题上往往根据论文发表在哪家期刊上来评价它

们的学术水平，以得分多少来确定个人能否晋升技术

职称，人为地把医学生物期刊划分为中华级、全国性或

省市级，或从期刊是否被 ＳＣＩ收录或是否为核心期刊
等方面来分级。有关政府部门早就指出，我国科技期

刊无级别之分，现在流传的把科技期刊分为一、二、三

级，或国家级、地方级，并以此作为晋升职称、评定论文

水平的做法是缺乏依据的，也是不科学、不合理的［５］。

目前国内的核心期刊遴选体系有北京大学图书馆“中

文核心期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

文统计源期刊”等几种，其中有的也被列为评定职称

的必备条件，显然这有违遴选核心期刊的初衷［６］。从

本文的结果可以看出，期刊的“级别”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生物医学论文作者的投稿行为，而发表论文的刊

物在职称评定中是否有效更是生物医学论文作者在投

稿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编辑部对稿件和作者的态度”的得分位列第 ５
位。广大的作者是各种生物医学期刊最宝贵的财富，

正是他们的热情支持和积极参与，生物医学期刊才成

为百花争艳、绚丽多姿的学术园地。在日常工作中，我

们会经常听到作者因某某期刊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态度

恶劣而不愿再向其投稿的事情。本研究结果也反映出

生物医学期刊作者比较在意期刊编辑部对待他们的态

度。认真、负责地对待每篇稿件和每位作者，是每个生

物医学期刊编辑部稍加努力便可做到的，树立为作者

服务的理念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期刊的影响因子”得分位居第７位。有研究表
明，刊载论文期刊的影响因子越高，则论文就会有更高

的引用频次［７］，因而，便有科研部门认为期刊的影响

因子代表论文的影响力，将影响因子的高低作为评定

论文等级和发放奖金的依据，使期刊的影响因子成为

评价期刊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对生物医学期刊作者

的投稿行为产生了明显的导向作用。

“发文速度”是最后一项平均得分大于４分的因
素。在当今这一科学研究速度极快的时代，热点不断

转移，将稿件拖延长达一两年或更长时间刊发，其被有

效利用的价值会大打折扣，甚至会失去被利用的机会。

论文发表速度过慢的主要原因是审稿时滞过长。目前

大多数生物医学期刊普遍采用编辑初审、同行专家评

审和编委会决审的三审制［８］，在整个审稿过程中，编

辑的直接参与和组织，使作者、同行专家、编委与编辑

一起互动起来。这种互动涉及到不同群体，延伸到不

同地域和单位，所需要的时间比较长。我国著作权法

规定３０ｄ内给作者明确答复稿件的处理结果［９］，但我

国多数科技期刊一般在９０ｄ左右才能给作者答复，如
此漫长的审稿时间严重影响稿件的处理速度。科学地

控制审稿中的每个环节，有效地提高每个环节的工作

效率，大大缩短审稿时滞是加快论文发表速度的关键。

影响生物医学期刊作者投稿行为的因素是多方面

的，生物医学期刊编辑部可将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

集中在对生物医学期刊作者投稿行为有重要影响的因

素上，降低对影响较小因素的关注，达到资源优化的目

的，从而能够吸引更多、更好的稿件，提高刊物的整体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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